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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12月13日 
討論文件 

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

東江水供應 

目的

現行與廣東省當局（粵方）簽訂採用「統包扣減」 1 方式的

三年期東江水供水協議（現行協議）將於 2023 年年底期滿，並需

要為未來三年（即 2024 至 2026 年）東江水供水於 2023 年年底前

簽署新協議。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未來三年新東江水供水協議

（新協議）的內容。

新協議

2. 在現行協議中所商定的九年框架 2下，雙方將按沿用「統包

扣減」方式及扣減機制至少到 2029 年。因此，新協議將繼續採用

「統包扣減」方式。儘管如此，在每次更新三年的協議時，我們仍

須為協議內的主要重點，包括水量、水質和水價進行檢討及按情況

作適當調整。經與粵方雙方商議後，新協議的主要重點如下：

1  過往在 2021 年前的協議中採用的「統包總額」方式，已於現行協議優化為「統包扣減」方式，

即可按低於每年供水量上限的實際東江水供水量扣減水價。
2  2020 年簽署的現行協議中商定並提及了適用九年（2021 年至 2029 年）的框架，當中包括「統包扣

減」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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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量  
(a) 為確保供水足以應付香港的實際需要 3，可靠程度達至 99%4 ，

每年供水量上限 8 億 2 000 萬立方米將會維持不變；  
 

(b) 最低每年東江水供水量為 6 億 1 500 萬立方米，長遠而言，

在 2021 至 2029 年的九年間，年均東江水供水量不應少於 7
億立方米。此兩項供水量將會維持不變；  

 
(c) 如 2024 至 2026 年內任何一年的供水量需要超出預先協定的

8 億 2 000 萬立方米上限，超出的水量將根據與現行協議相

同的安排處理，即雙方可商討把供水量提升至 11 億立方米；  
 
水質  

(d) 輸港東江水的水質標準將會維持不變，即繼續為「地表水環

境質量標準 (GB3838-2002)」的第 II 類標準，這是適用於飲

用水地表水的最高國家標準；  
 
水價  

(e) 按沿用的消費物價指數和匯率變動計算價格，2024 至 2026
年的每年 8 億 2 000 萬立方米供水量的基本水價分別調整為

港幣 51 億 3,624 萬元、港幣 52 億 5,900 萬元及港幣 53 億

8,469 萬元；及  

 
(f) 沿用容許按年內所節省的東江水量 (即每年供水量上限與實

際輸入的東江水量的差額 )扣減水價的計算方法， 2024 至

2026 年節省每立方米東江水量的最新單位價格分別調整為

港幣 0.315 元、港幣 0.323 元及港幣 0.331 元。  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 香港在某年對東江水的實際需求量多寡，視乎本地集水量而定。2004 和 2011 年均為旱年，所

錄得的本地集水量僅分別為 1 億 1 100 萬和 1 億 300 萬立方米，而輸入的東江水量分別為 8
億 800 萬和 8 億 1 800 萬立方米，非常接近每年供水量上限 8 億 2 000 萬立方米。  

4 「99%」可靠程度是指即使香港遇上重現期為百年一遇的極旱情況，仍能維持全日供水。「重現

期」指從統計學而言，某一事故重複出現的平均相距年期，而重現期愈長，事故發生的機會

愈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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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  

 
為香港提供可靠供水  
 
3. 過去的近 60 年，廣東省政府一直致力保護東江及無間斷供

應穩定的東江水到港。東江水一直支持着香港的社會和經濟持續發

展，成就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。解決了香港長期缺水的問題，讓

七百多萬香港市民安居樂業。  
 
 

4. 過去三年，香港每年的食水用量已於 2022 年增加至約 10 億

6 600 萬立方米。本港的水資源不足，主要來自天然降雨，而每年

降雨量時多時少，本地集水量並不穩定 5 。現時東江水佔本港食水

供應總量約 70%至 80%，可補足本地集水量不足的缺口。因此，有

可靠和穩定的東江水供應對本港至為重要。  
 
「統包扣減」方式  
 
5. 涵蓋 2021 至 2023 年的現行協議首次採用「統包扣減」方式

供水。這方式除了保證每年供水上限，亦設有機制容許按實際東江

水供水量扣減水價。根據這方式，我們每年可按需要輸入東江水，

最多可達供水協議訂明的每年供水量上限。另一方面，如適逢某年

本地雨水集水量較高而所需的東江水較少，這方式可避免浪費剩餘

的東江水資源，以及節省輸水的抽水成本。  
 
6. 我們與粵方在現行協議中訂明上述方式至少沿用到 2029 年

(即包括現行協議、新協議及下一份協議在內，共有三份為期三年

的供水協議 )。簡要而言，以「統包扣減」方式計算的實際每年水

價可用以下公式表達：  
 

某年的 
實際水價 

＝ 當年的基本水價 – 
實際東江水取水量低於 

每年供水上限時所扣減的價格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根據過去 30 年(1993 至 2022 年)的記錄，香港每年的降雨量由 1 487 至 3 343 毫米不等，而每

年從本港集水區所得的集水量亦不穩定，由 1 億 300 萬至 3 億 8 500 萬立方米不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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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協議中的主要重點、詳情及須予考慮的基本因素如下。  
 

I .  供水量  

每年供水量上限  

7. 我們自 2008 年公布「全面水資源管理策略」後，一直致力推

展各項用水需求管理措施，以控制食水需求的增幅，並適時對策略

作出檢討及調整 (詳情載於附件 )。過去數年，儘管我們已推展措施

以控制食水需求的增長，但由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期間，公共

衞生和個人健康方面的用水需求均有所增加，本港食水用量由

2019 年的 9 億 9 600 萬立方米，增至 2022 年的 10 億 6 600 萬立方

米。隨着社會在疫情後復常，我們亦已加強宣傳節約用水，將於

2023 年年底推出新一輪節約用水活動，並訂立目標在 2024 年年初

起分階段提供循環再用水作非飲用用途，以減少食水需求。  
 

8. 因應用水量及新發展項目，及應對氣候變化預計帶來的影響，

預測未來三年每年的食水需求為 10 億立方米的水平，我們將透過

東江水、每年本地雨水集水，以及將於 2023 年年底啟用的海水化

淡廠所產生的淡化海水，滿足並維持供水可靠程度達 99%4。當中，

東江水保證的每年供水量上限 8 億 2 000 萬立方米。如食水需求實

則情況比預期嚴重，我們亦設有後備方案，以進一步增加東江水供

應應對所需，詳情載於下文第 10 段。  
 

輸港東江水的最低和平均供水量  

 

9. 在現行協議扣減機制下，為應對香港食水需求的變動及確定

東江水的供水量，以便粵方穩定運作，雙方同意現行協議以 6 億  
1 500 萬立方米 6為東江水最低每年取水量，而在涵蓋現行協議和

後續協議的九年間，年均東江水取水量不少於 7 億立方米。考慮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 自 2005 年起，實際每年東江水供水量一直遠多於最低每年供水量 6 億 1 500 萬立方米，只

有 2006 及 2013 年觸及最低用水量約 6 億 1 500 萬立方米。因此，我們相信要滿足最低要求

應不成問題。  



 

 
 

- 5 - 

到最新需求預測和供應的數據，我們認為最低每年供水量和年均供

水量將仍然有效並且應該在新協議予以保留 7。  
 

最終每年供水量 (上限 )  

10. 現行協議訂明的最終每年供水量 (上限 )為 11 億立方米。根據

2019 年完成的「全面水資源管理策略」檢討，增加東江水供應是

後備方案之一。假如日後人口增長速度比預期快、氣候變化對降雨

量帶來更嚴重的影響，或控制食水需求增長的成效未符預期等，導

致出現偏離現時估算的情況，該方案可讓我們應付食水需求的問題。

考慮到我們的預測需求和不同供水來源，我們認為在新協議中需要

保留以 11 億立方米為最終每年供水量，這將足以保障香港免受不

可預見情況的影響。  
 

I I .  水質  

11. 粵方同意在新協議中維持輸港東江水的水質須符合「地表水

環境質量標準 (GB3838-2002)」第 II 類標準的規定，這是適用於集

中式生活飲用水地表水的最高國家標準。我們的水質監測數據顯示   
，輸港東江水的水質一直符合有關標準。  
 

I I I .  水價  

每年基本水價  

12. 東江水的價格是根據既定機制調整，考慮的因素包括人民幣

兌港幣匯率的變化、粵港兩地有關物價指數的變化，以及營運成本

的增幅等。  
 
13. 過去三年（即 2020 至 2022 年），人民幣兌港幣匯率的平均

按年變動約為+0.83%，而同期粵港兩地有關物價指數的平均按年

變動則約為+1.56%，消費物價指數和人民幣／港元匯率的實際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  2005 至 2022 年的年均東江水供水量超過 7 億立方米。由於東江水每年供水量較為平穩，應可維持 7

億立方米的年均東江水供水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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併變動率為 2.40%。另外，粵方安排東江水供水的營運成本同期亦

有所增加。經過多輪磋商，我們與粵方協定 2024 至 2026 年擬議每

年基本水價的增幅為 2.39%，這不單沒有計及營運成本的增加，還

較兩項客觀數據所得的 2.40%更為低。新協議中 2024 至 2026 年的

每年基本水價分別為港幣 51 億 3,624 萬元、港幣 52 億 5,900 萬元

及港幣 53 億 8,469 萬元。我們認為基本水價的增幅合理。  
 

計算因應供水量低於每年供水量上限而下調價格所用的單位價格 

14. 根據現行協議，2021 年所節省東江水的扣減單位價格為每立

方米港幣 0.300 元 (或每百萬立方米港幣 30 萬元 )。該價格是根據

粵方運送東江水至香港所需的單位電力成本和單位水資源成本等

計算得出 8。參考 2022 年及 2023 年的每年基本水價增幅 1.33%，

在 2023 年所節省東江水的扣減單位價格為每立方米港幣 0.308 港

元。  而 2024 至 2026 年所節省東江水的單位價格則分別為每立方

米港幣 0.315 元、港幣 0.323 元及港幣 0.331 元 (以 2024 至 2026 年

的每年基本水價增幅 2.39%作出調整 )。  
 
 
未來路向  
 
15. 我們計劃在現行協議於 2023 年年底期滿前，與粵方簽訂新

協議。此外，並藉著迎接 2025 年東江水供水 60 週年，我們計劃

推展一系列的宣傳計劃，包括展覽及講座，重點包括東江水對香

港發展的重要性、廣東省為保障香港供水及水質而進行的基建

投資及政策上和工作上的支持，讓市民更加瞭解祖國一直以來對

香港所給予巨大支持和關愛。  
 
 
發展局  
2023 年 12 月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 東江水的扣減單位價格遠低於每年基本水價的單位價格。這是因為它僅包括電力成本、水資

源成本等，而這些成本在供水基礎設施投資、東江水的保護等固定成本中只佔很小的比例，

而這些固定成本必須預先投放，並且與最終東江水的供水量沒有直接關係。  



附件 
 

1 
 

全面水資源管理策略  

 現時，本港的自來水供應系統已覆蓋約 99.9%的人口。為更

妥善運用水資源，以支持香港的可持續發展，水務署於 2008 年公

布「全面水資源管理策略」(「策略」)，當中訂明用水需求管理和

供水管理兩方面的長遠策略。  

 

2 .  水務署在 2019 年完成上述「策略」的檢討，並作出了更新，

採取雙管齊下的方式，着重控制食水需求增長 1，以及利用多元化

的水資源，提升食水供應的應變能力，以抵禦氣候變化可能帶來的

極端影響。現時，水務署正致力推行「策略」的相關措施。  
 
節約用水  
 
3 .  學校教育對灌輸節約用水意識非常重要，因此水務署於

2015-16 學年起已向小學推出了「惜水學堂」教育計劃。此外，為

將節水教育延伸至幼稚園，水務署亦於 2018-19 學年在全港幼稚

園全面推行教育計劃，銜接小學的「惜水學堂」。水務署亦向中學

及大專生推出「惜水大使計劃」，冀透過一連串活動，讓參加計劃

的中學及大專生深入認識珍惜水資源的重要性，履行並宣揚節約

用水的良好習慣。  
 
4 .  為增加市民對水資源及節約用水的知識，水務署在天水圍開

設了一所水資源教育中心，名為「水知園」。該教育中心涵蓋更多

新元素及更深入豐富的水資源資料，以供社會上不同界別人士參

觀。  
 
5 .  水務署一直致力與相關持分者合作，支持或協辦由非政府組

織及環保團體舉辦的活動，旨在鞏固彼此的持續合作關係，並透過

其環保活動來宣傳節約用水。例如與環保促進會合作舉辦「商約」

惜水運動，為工商界創造一個協作的平台，透過簽署惜水承諾，委

任惜水經理，嘉許計劃等措施向工商界推廣珍惜用水。  
 
6 .  水務署已向約 30 萬個參與「齊來慳水十公升」運動及電子

帳單服務的住宅用戶派發水龍頭節流器。此外，水務署亦為大約 2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政府於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八年的《施政綱領》中承諾，最早於 2030 年達致人

均食水用量減少 10%的目標 (以 2016 年為基準年 )。  



2 
 

萬 5 千個公共屋邨住宅用戶安裝了水龍頭和花灑節流器，以提升

用水效益。  
 
7 .  水務署推行的「用水效益標籤計劃」可以協助消費者選擇用

水效益較高的裝置和器具。水務署正分階段推行強制性「用水效益

標籤計劃」。首階段已於 2018 年 2 月推出，規定新建樓宇須使用

已在「用水效益標籤計劃」下登記及符合指定用水效益級別的節水

產品（沐浴花灑、水龍頭、小便器沖水閥及水廁）。下一階段，我

們正草擬修訂法例，規定在香港供應的指定類型產品必須在「用水

效益標籤計劃」下登記，並貼上有效的用水效益標籤供消費者參

考。  
 
8 .  水務署已為選定的政府設施（例如公眾泳池、公園及街市），

制訂了最佳用水指引，及為高用水量的行業（包括餐飲業及酒店

業）編寫「用水效益最佳實務指引」。   
 
9 .  水務署亦規定公私營新建樓宇須應用自動讀錶系統。自動讀

錶系統可以為用戶提供適時的用水數據及相關資訊。使用自動讀

錶系統可提升用戶節約用水的意識，並提醒用戶注意可能因單位

內水管滲漏所致的異常用水量，從而及早採取補救行動。水務署期

望這資訊可以鼓勵用戶養成節約用水習慣。  
 
減少用水流失  
 
10 .  水務署一直致力減少水管滲漏，早已於 2000 年展開「更換

及修復水管計劃」，分階段更換及修復約 3 000 公里老化水管以遏

止水管爆裂及滲漏事故頻繁發生的趨勢。計劃已於 2015 年年底大

致完成。政府水管爆裂宗數已由 2000 年的約 2 500 宗，減少至 2022
年的約 40 宗。水管滲漏率亦由高峰期超過 25%，下降至現時約

14%。  
 
11 .  現時供水管網的健康狀況已大為改善，水務署現正推行風險

為本的水管資產管理策略，以維持供水管網的健康狀況，減少水管

爆裂或滲漏的風險。水務署根據水管爆裂或滲漏會造成的後果，以

及其使用年期、物料、過往爆裂或滲漏記錄、周遭環境等各項因素，

評估水管爆裂或滲漏的風險，並安排為高風險的水管優先進行改

善工程，包括更換或修復水管，以減少水管爆裂或滲漏風險。此外，

水務署亦會為位於「爆喉熱點」(即重複出現水管爆裂的地點 )的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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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優先進行改善工程。  
 
12 .  水務署亦正在建立「智管網」。在「智管網」下，水務署透過

設立監測區域收集供水管網數據，以分析監測區域內用水流失的

情況，從而實施針對性措施，包括主動測漏、水壓管理、為滲漏水

管進行快速維修，以及更換或修復水管等。水務署亦會繼續引進先

進儀器為水管進行測漏檢查。  
 
13 .  整體而言，水務署透過建立「智管網」及實施風險為本的水

管改善工程，成功識別滲漏區域及為滲漏水管進行快速維修，從而

減少水管滲漏。此外，水務署已著手進一步提升數據分析能力，以

更有效識別滲漏區域及為滲漏水管進行快速維修，提高「智管網」

的整體成效。在持續推展「智管網」及風險為本的水管改善工程下，

爭取在 2030 年達至把水管滲漏率減至少於 10%的目標。  
 
14 .  就私人水管滲漏，水務署會繼續對個案進行執法，以減少私

人屋苑的內部供水系統因缺乏妥善保養或維修延誤而流失食水，

同時，水務署會繼續推廣及協助私人水管檢測滲漏和維修。此外，

水務署會加快為樓宇安裝總水錶以持續監測內部喉管的失水情況，

要求負責人士須就其公用內部供水系統的失水進行調查及糾正，

在有需要時考慮限制、暫停或截斷供水以防止浪費用水。同時，水

務署亦會繼續探討其他減低食水流失方法的可行性。  
 

擴大使用次階水  
 

15.  次階水是指海水及循環再用水。循環再用水包括再造水、經

處理的中水及回收的雨水，適合作非飲用用途。市區和大部分新巿

鎮已使用海水沖廁，覆蓋率佔全港人口約 85%。水務署長遠目標

是將使用次階水沖廁的覆蓋率由現時 85%人口增加至 90%，以進

一步降低使用淡水沖廁的需求。  
 
16 .  東涌新市鎮現時使用淡水沖廁。水務署正分階段擴展海水供

應網絡至東涌新市鎮及其擴展區。相關的海水沖廁系統預計於

2024 年年中開始使用。  
 
17 .  水務署積極推動使用循環再用水 (即再造水、重用中水和回

收雨水 ) 作沖廁及其他非飲用用途。水務署正繼續推展於新界東

北部（包括上水和粉嶺）使用再造水作非飲用用途的工作，預計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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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起分階段向上水和粉嶺的居民供應再造水，並會因應古洞

北及粉嶺北新發展區的進度，把再造水供應擴展至有關新發展區。

而位於安達臣道石礦場發展項目的中央中水重用系統亦正在建造

階段，將為該區供應重用中水作沖廁及其他非飲用用途。視乎安達

臣道石礦場用地的發展進度和入伙人口數目，該系統預計於 2024
年起分階段投產。  
 
海水化淡  
 
18 .  為提升香港食水供應的應變能力，水務署致力發展多元化的

水資源。水務署正在興建第一階段將軍澳海水化淡廠，其食水產量

達每年 5 000 萬立方米，佔香港食水供應量約 5%，以應對氣候變

化預計帶來的影響。項目預計將於 2023 年年底進入試運階段，開

始生產食水。此外，水務署亦正檢視推展第二階段將軍澳海水化淡

廠的時間表，該擴建工程預計能夠把食水產量增加至最終每年 1 億

立方米。  
 
偏遠鄉村供水設施  
 
19.  另外，就供水予東坪洲，深圳與香港所成立的專班正探討從

深圳方供水的可行性。與此同時，政府正與環保協進會研究在偏遠

地點包括東坪洲安裝「家用式過濾海水裝置」以海水化淡的方法補

足有關地方的食水供應。目前，環保協進會已得到東坪洲村民同意

在其中一間村屋安裝第一台「家用式過濾海水裝置」，預計短期內

在取得合格的食水測試結果後會將有關裝置轉交村民使用。因應

有關方案普遍受村民歡迎，環保協進會計劃在 2024 年將方案推展

到其他村屋。政府會與環保協進會收集及監察與裝置相關水質、運

作、維修及成本等資料數據，若效果理想，可考慮將相關技術推廣

至其他的偏遠鄉村，例如蒲台島等。  
 
「全面水資源管理策略」中期檢討  
 
20 .  因應未來各項挑戰，包括社會持續發展及人口增長、氣候變

化加劇等，水務署於 2023 年 7 月就「全面水資源管理策略」展開

中期檢討。預計在 2024 年年中會有初步檢討結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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